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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並沒有足夠研究證據證實。美國職業安全衛

生署(Occupation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指香豆素僅有引發老鼠肺癌的疑慮，尚
不能歸類為引發人類癌症的致癌物，世界癌症研

究中心(IARC)也認為，香豆素非屬人類致癌物。
由於香豆素水溶性較低，且含有香豆素的植物大

多被用來當作香料使用，因此添加量有限，過度

攝入香豆素的風險相對較低，民眾無須過度恐慌
(1)。

本調查針對市售飲料，共分北、中、南、東4
區進行抽樣，調查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中香豆

素之含量，所得結果提供消費大眾參考，並藉此

監控市面上銷售飲料之香豆素汙染情況。

材料與方法

一、檢體來源

100年5至10月間，由基隆市、台北市、新北
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台中

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

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宜蘭

縣、花蓮縣等各縣市衛生局依抽樣計畫進行市售

前　言

香豆素(Coumarin)最早是在香豆(Tonka bean)
中被發現，它是一種廣泛存在於植物中的香味物

質，在植物中多以醣苷鍵結的方式存在，在樟屬

(Cinnamon)植物中有較高的濃度，如中國肉桂(1)。

由植物萃取出來的香豆素，並不能拿來作為食品

添加物使用。食品當中如含有香豆素，大多是因

為添加香料植物所致。因此，在「食品添加物使

用範圍暨限量及規格標準」中規定，香料如含有

香豆素，應顯著標示其成分名稱及含量(2)；飲料

使用香料含香豆素時，其限值為每公斤不得高於

2 mg。食品工業上不得使用香豆素作為添加物使
用，但在醫藥方面，香豆素則被使用作為抗凝血

藥劑(1)。

植物中廣泛存在之香豆素在西元1822年由香
豆中分離發現，故名香豆素，而至1868年才以人
工方式合成出來，也因此相關研究也開始進行
(3)。經過動物實驗發現，長期餵食香豆素，會具

有引發大鼠和小鼠的肝臟毒性之疑慮(4)，也因此

在食品中禁止添加；至於對人體方面之毒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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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瞭解市售飲料產品中香豆素污染情形，於100年度由北、中、南及東部等四區衛生局
進行抽樣，執行香豆素檢測，以瞭解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產品中香豆素之殘留現況，檢
測方法係依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之參考檢驗方法進行。為達到香豆素風險監測
之目的，進行全國市場抽樣，市售飲料實際抽樣執行件數為110件。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
產品檢驗結果，檢出香豆素之件數為0件，合格率為100%。目前抽驗之市售飲料及隨手杯
飲料產品中香豆素皆符合我國衛生標準，但仍應注意其潛在之風險性並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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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去離子水。

㈡香豆素標準品(Coumarin)為美國Sigma公司之
產品，原液濃度為1000 μg/mL。
㈢香豆素標準溶液之配製：精確稱取0.1 g香豆
素標準品，以乙醇調配成1 mg/mL之標準原
液，臨用前再以80%甲醇(v/v)配成0.5-40 μg/
mL之標準液。
㈣移動相溶液之調製：移動相A液為含0.2%醋
酸之5 mM醋酸銨緩衝溶液；移動相B液為乙
腈：甲醇以1：2 (v/v)之比例混合。分別以濾
膜抽氣過濾後備用。

四、儀器與設備

㈠高效液相層析儀 ( H P L C )： J a s c o / P u m p 
(PU2089)、UV/VIS Detector (UV2075)、保溫
箱-COLBOX column oven、LC-Net/ADC、
Autosampler (As 2055)。
㈡層析管柱：Supersil C8，5 μm，4.6 mm × 

250 mm。

五、檢液之調製

精確稱取檢體15 g於50 mL定量瓶中，加入
適量80%甲醇(v/v)，超音波震盪30分鐘後放置冷
卻，最後以80%甲醇(v/v)定容至50 mL，經濾膜過
濾，取濾液供作檢液。

六、鑑別試驗及含量測定

精確量取檢液及標準溶液各20 μL，注入液相
層析儀中，參照下列條件進行液相層析，就檢液

與標準溶液所得波峰之滯留時間比較鑑別之，並

依下列計算式求出檢體中香豆素之含量。

檢體中香豆素含量 (μg/g)＝
C × V

M

C： 由標準曲線求得檢液中香豆素濃度(μg/
mL)

V：檢體最後定容之體積(mL)
M：取樣分析檢體之重量(g)
高效液相層析測定條件：

飲料類抽樣，包括小吃店、餐廳、獨立咖啡館、

隨手杯飲料店等進行紅茶、檸檬紅茶、咖啡、冬

瓜茶等飲料之檢測抽樣，共計抽樣110件檢體，抽
樣計畫如表一。

二、檢驗方法

檢體中香豆素之分析係參考行政院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理局所公開之食品中香豆素之參考檢驗

方法(5)，檢測飲料中香豆素之含量。

三、材料與試劑

㈠ 甲醇、乙腈均採用液相層析級，為美國J. T. 
Baker之產品；醋酸胺、冰醋酸均採試藥特
級，購自友和公司；配製層析用移動相之水

表一、100年度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中香豆素檢測之

抽驗件數統計

區
執行
衛生局

抽驗地點及件數

小計
區域
小計小吃店

及餐廳
獨立
咖啡館

隨手杯
飲料店

北

基隆市 1 1 1 3

44

台北市 3 4 4 11
新北市 5 6 5 16
桃園縣 2 1 2 5
新竹縣 1 1 1 3
新竹市 2 2 2 6

中

苗栗縣 3 3 2 8

28
台中市 3 2 3 8
彰化縣 2 2 2 6
南投縣 2 2 2 6

南

雲林縣 1 1 1 3

26

嘉義縣 1 1 1 3
嘉義市 1 1 1 3
台南市 3 3 2 8
高雄市 3 2 3 8
屏東縣 - - 1 1

東

台東縣 1 1 1 3
12花蓮縣 1 1 1 3

宜蘭縣 2 2 2 6
　 合計 37 36 37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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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析管柱： Supersil C8，5 μm，4.6 mm × 
250 mm

螢光檢出器：波長280 nm
移動相溶液：A：B = 6：4 (v/v)
移動相流速：1.0 mL/min

七、品質管制分析

每批次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檢體檢驗香豆

素時，皆進行空白分析、重複分析及添加回收分

析。空白分析測定值必須未檢出；重複分析之相

對差異百分比(relative percent ratio, RPD)須小於
35%；添加回收分析之回收率須介於80-120%。

結　果

一、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抽驗計畫

針對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之抽驗計畫，包

含區域分布、抽樣地點選擇及執行之各縣市衛生

局，抽樣件數之擬定，主要依循人口分布及產業

密度為主，各樣品之抽樣分布及抽樣件數如表

一，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共計抽樣110件。北、
中、南、東區之抽樣件數各佔40、25、24、11% 
(圖一)。

二、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抽驗結果

市售飲料產品完成北區(基隆市、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抽樣44件、中區(苗
栗市、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抽樣28件、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抽樣26件及東區(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抽樣

12件，總計檢測110件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產
品。結果顯示110件檢體中香豆素均為未檢出，符
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

限量暨規格標準」(2)，抽驗合格率為100%。

三、香豆素分析之品質管制

本方法之檢出限量為1 mg/kg，S/N ratio皆大
於10。香豆素係以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進行分
析，圖二分別為香豆素標準品濃度為20 μg/mL、
紅茶檢體及紅茶檢體添加香豆素20 mg/kg之分析
圖譜，香豆素滯留時間約為5.1分鐘。本計畫執行
空白分析皆未檢出，而重複分析之相對差異百分

比皆於35%以下(圖三)，添加回收率均於80-120%

東區

11%

南區

24%

中區

25%

北區

40 %

圖一、 100年度市售飲料及隨手杯飲料各地區抽驗件數
分布

圖二、 液相層析圖 (A)香豆素標準溶液 20 μg/mL、(B)
紅茶檢體及 (C)紅茶檢體添加香豆素 2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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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內(圖四)，顯示計畫執行過程，香豆素分
析之品質管制結果良好。

討　論

香豆素是普遍存在於植物中的香味物質，如

肉桂、薰衣草等(9)。研究顯示除了可以天然香料

方式添加於食品，亦可作為化妝品、香水等香料

之添加使用(6)。此外香豆素在醫療研究上也具有

治療慢性淋巴水腫(10)及靜脈曲張的功效(11)。由此

可知香豆素之用途相當廣泛，但因人們關切的飲

食攝取導致細胞毒性尚未有足夠科學證據佐證，

故仍訂定其在食品中的限量標準。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在1988年訂定酒精飲料、焦糖、口香
糖等某些傳統食品可有較高劑量之限制，而天然

來源之食品中規定不得高於2.0 mg/kg(8)。我國法

規則限定不得添加於任何食品，除飲料中因使用

天然香料造成之殘留，但含量仍須在2.0 mg/kg以
下。

本計畫抽驗台北市等19個縣市之110件市售飲
料及隨手杯飲料，依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理局公開之參考檢驗方法予以檢驗；檢測結果其

香豆素含量均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暨限量及

規格標準，顯示目前市售飲料之業者遵循規定無

違法添加之情形。依據本抽驗調查之結果，目前

抽驗之市售飲料皆符合我國衛生標準，為維護消

費者之健康，衛生單位將持續監測管理，以確保

民眾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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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itoring of Coumarin Residues in Commercial 
Beverages and Beverages in Disposable C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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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coumarin contamination in drinking products on the market, the 
survey was implemented by the health bureaus in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parts of Taiwan 
in 2011. Coumarin residues of commercial beverages and beverages in disposable cups were inspected. To 
achieve the risk monitoring of coumarin, 110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cross the nation. The inspection results 
of commercial beverages and beverages in disposable cups revealed that no coumarin was detected in any 
products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was 100%. The results of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coumarin residue level met the 
hygiene standards. However, the potential risk of coumarin contamination needs to be noticed and monitored 
continuously.

Key words: coumarin, commercial beverages


